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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经过长期调查研究后，决定组织编写并出版一套“化学工程与技术”学科的相关
教学用丛书，多位在各自领域学有所长并对研究生培养工作有丰富经验的学者参加编写。
对于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的决定，我非常赞同。
我本人是研究生毕业，从20世纪70年代末起，一直在指导研究生，包括授课及指导论文，我的主要工
作都与研究生培养有关。
加上报纸杂志的报道中多认为我国在研究生培养方面尚显不足，我也经常在思考如何提高研究生培养
质量的问题。
对此常感到有些话想说，只是没有适当的场合去说而已。
因此当出版社的编辑们要我为丛书作序时，我便欣然从命，以便借此说上几句。
1.关于教学用书（简称教材）教材对研究生教学是重要的，好的教材显然十分有利于学生学习和掌握
相关的专业知识，此外还可以作为学生在学完课程后的案头参考书。
也有一些非常优秀的教授在教学过程中不规定使用固定教材，他们在课堂上主要讲授思想和方法，或
即使使用教材，讲课时也完全不局限于教材内容，然后要求学生在课后通过自学、做习题、讨论、找
材料、做笔记等多种形式掌握知识。
这种教学方式对于一部分学习主动、基础较好的学生，可能十分有利，但也许会使另一些学生感到困
难，甚至抱怨连连。
关键是看这些学生是否有克服困难，通过努力争取学习主动的决心。
2.关于例题和习题例题的重要性丝毫不逊于理论知识。
正确的方法应是有目的地讲解例题：一个例题解决一类问题，引导多方面的思路，并培养学生举一反
三的能力。
我要特别强调的是习题的作用，使学生巩固、掌握知识和运用学到的方法只是起码的要求，习题的功
能应被看作是对学生潜在创造力的培养，以及在面对困难时应有的心理准备。
这里说的当然不是指我们常见的这些只需稍稍复习就可以依样画瓢式的习题，而是指学生初看不知如
何下手的那一类。
当学生要做这类习题时他们不得不去认真复习和思考，相互讨论，查找文献，才能解答。
他们会认为这些习题很“难”，但也就是这种“难”，可以培养学生的能力。
我们不是经常在说要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么？
显然，单靠说是不够的。
创新应成为一种习惯，它只可能日积月累，潜移默化地养成。
做“难”题确实要克服不少困难，但这正好是一种对今后工作中创新能力的磨炼，也必会形成一种能
解决困难问题的心理准备。
这是一个师生需要共同认识的问题。
对教师，有“敢”或“不敢”布置“难”题的问题；对学生，有对“难”题迎难而上还是尽量规避的
不同态度。
学生遇到“难”题而又千方百计地去解答，这实际上是为将来在工作中解决“难”题做准备。
3.关于方法论教学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突出重点、启发式、重概念，等等，大家都已熟知。
但如何具体把握教学中涉及的有限知识，上升到方法论的高度，无疑是十分重要的。
方法论者，简而言之，就是在面对一个具体问题时把所具备的知识实施并应用的理念、思想和方法。
教材的性质决定了它能给予你的可能是学科的一般原理，但如何根据你所要解决的问题的具体要求，
恰如其分地用好你已具备的知识，尚有相当距离。
例如，我们能列举对一个过程产生影响的诸多因素，但对某一特定条件，这些因素中可能只有少数是
主导的，其余的可能分别在另一些条件下起主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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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过程系统工程》系统深入地论述了过程系统工程学科的基础理论、方法和策略，加强理论与工
程应用的联系，充分反映国内外在过程系统工程领域的理论研究和工程应用成果，把读者带到学科领
域前沿。
全书共分13章，包括绪论、过程系统稳态模拟、过程系统动态模拟、过程系统优化的基本概念及基础
最优化方法、线性规划、非线性规划、混合整数规划、多目标优化、间歇过程系统的优化、换热器网
络综合、蒸馏分离序列的综合、反应器网络综合及过程系统集成。
参加《过程系统工程》编写的院校有清华大学、天津大学、青岛科技大学、武汉理工大学、华东理工
大学和大连理工大学。
参编教师均具有较丰富的教学和科学研究实践经验。
　　《过程系统工程》面向化学工程与技术学科，符合工学硕士研究生培养要求，也可作为本科生和
工程技术人员继续学习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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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4过程系统优化的基本概念及基础最优化方法过程系统工程的基础是系统模拟，但其核心为系
统的最优化。
只有通过设计最优化和操作最优化，过程系统才能充分发挥其产品增值的特性，才能在经济全球化的
激烈竞争中站稳脚跟。
在设计化工成套装置时，总是会碰到设备投资费用和操作费用之间的矛盾。
如何在投资费用和操作费用之间求得平衡，取得最佳的投资回报和效益，在化工装置运行时，需要通
过定性和定量的分析来确定能使单元或系统的经济指标达到最好时的生产操作条件。
前者涉及设计参数的最优化，后者即为操作参数的最优化。
不是所有的过程系统都存在最优化的问题，只有当某些可调变量从正反两方面影响目标时才会产生优
化问题。
这类问题中，决策变量（过程参数、生产操作条件）与目标变量间的函数关系必定存在一个以上的峰
，通常把此类问题通称为参数最优化问题，这是本章所要讨论的主题。
参数最优化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以最小的投入和日常消耗获取最大的利润。
大型化工企业的建设，需要庞大的投资和漫长的建设周期，建成后是否具有竞争力至关重要，因此更
加凸显过程系统优化的重要性。
参数最优化首先必须把过程系统的最优化问题表达为最优化数学模型，然后求解这样的模型。
不同的数学模型可以有不同求解策略，同一个数学模型用不同的数学方法求解会有计算效率上的差异
，本章将讨论过程系统优化的基本概念及基础最优化方法。
系统最优化的含义是：寻找某种条件，使系统的某个目标函数取得极值。
对于化工过程的最优化而言，首先要弄清所要寻求的最优化目标是什么；其次是要明确哪些自变量与
目标有着密切的关系。
自变量是指系统中可以通过独立变化来改变系统行为的变量。
建立过程系统的最优化模型首先要从定性的角度分析自变量与目标函数之间的关系，然后根据化学工
程的知识将之定量地表达为最优化数学模型，最后通过最优化数学方法来求解最优化数学模型。
过程系统最优化问题可数学描述为带有若干等式或不等式的约束条件方程组的一个目标函数方程式（
本章只涉及单目标函数优化，多目标函数优化将在第8章介绍）。
求解这个数学问题的目的就是要找到可以使目标函数最大（如产品产量最高、生产利润最大等）或最
小（如能量消耗最低、生产成本最低等），并满足约束条件的最佳自变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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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过程系统工程》是姚平经编写的，由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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